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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优化思路及行动计划
□　蒋　伟，潘　勇

[摘　要] 文章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通过对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62 个县 ( 市 ) 的民政事业发展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及
现状摸底调研，构建全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现状指标评价体系，并从总体发展阶段、省域空间配置等多方面进行问题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紧密结合热点政策构建民政标准体系、以需求差异为导向合理引导规划布局、立足地区禀赋特征引导民政
特色发展等规划思路，以及分片指引、分级落实和分步实施的具体行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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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Idea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Anhui Public Service Facility/Jiang Wei, Pan Yong
[Abstract] From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vie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sixteen cities and sixty-two counties 
of Anhui province, build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allocation in provincial level.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lanning ideas of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planning 
layout guidanc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puts forward the action planning of zone guidance, 
hierarchical implement, and zon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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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十二五”时期，安徽省通过调结构、转方式与
促升级等措施，推动全省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进入
了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 [1]。这一时期，安徽省经济
增速约为 1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个百分点；地
区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12　263.4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
的 22　005.6 亿元，与“十一五”期末相比，总量增加
近 1 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 2010 年的 3　045 美元
增长到 2015 年的 5　779 美元 [2]。

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安徽省居民的生
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也
不断增加。然而，从现象看，安徽省各项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发展的速度却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
政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供给不均的现象尤为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立足于安徽省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发展现状，尝试构建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配

置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相关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对民
政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测算，为全省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1设施配置现状分析

1.1发展阶段分析

1.1.1方法思路

通过比较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 不包
括港澳台地区 ) 的民政事业发展水平，分析安徽省民
政事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可靠、
科学的依据。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GIS 空间分析
自然断点法等分析安徽省民政事业的总体发展阶段。

首先，依据研究目标，确定安徽省民政事业发展
阶段 ( 即层次结构模型中的决策目标 )，选取 11 个能
够反映且具有统计数据基础的指标层 ( 即层次结构模
型中的备选方案 )，包括每万人社会服务机构数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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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业位于中等偏上的发展水平，在
31 个省 ( 直辖市、自治区 ) 中位列第 14
位，其综合发展水平正逐步提高，尤其
在每万人社会服务床位数、每千名老年
人口养老床位数等指标上，位列全国前
10 位，发展态势较好。但在某些指标
上，如每千人社会服务事业费等，发展
严重滞后，处于全国后几位。此外，由
于安徽省人口基数较大，部分指标人均
水平与其他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因
此，安徽省在未来民政事业发展中，除
了应注重在薄弱环节指标上的建设与发
展外，还应重视各类指标水平能够满足
庞大的人口需求。

在此基础上，运用 GIS 空间分析自
然断点法将全国 31 个地区的民政公共
服务设施发展水平分为 3 个梯队：得分
为 0.566 ～ 1.207 的为民政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先发地区；得分为 1.207 ～ 1.553
的为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发展地区；
得分为 1.553 ～ 2.264 的为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水平落后地区。最终根据综合排
名得分确定安徽省在第二梯队区间值
内。因此，安徽省属于民政公共服务设
施水平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对接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先发地区，提升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 图 4)。

1.1.4分析结果

从以上分析可知，安徽省现状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民
政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总量不足，仍处于
全国中等水平；与同为长三角城市群构
成部分的上海、江苏、浙江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低于长三角区域总体发展水
平；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仍有不足，
民政事业短板明显，部分民政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1.2空间配置分析

1.2.1指标体系具体构建

为了准确描述安徽省各地市民政公
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平的综合差异，
本研究构建了反映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

每百万人社会助工师数 (A2)、每千人社
会服务事业费 (A3)、每千名老年人口养
老床位数 (A4)、每万人社会服务床位数
(A5)、社会服务事业费比重 (A6)、每万
人社会服务职工数 (A7)、为残疾人提供
岗位的福利企业 (A8)、救灾储备机构
(A9)、殡葬服务机构 (A10) 及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水平 (A11)，基本涵盖了民政
领域的绝大部分设施。

其次，根据决策目标和指标层构建
AHP 层次结构模型，并依据安徽省民政
事业发展现状和特征，请相关专家评判
各指标层之间的重要性，从而通过 AHP
中的判断矩阵，得到各指标层的综合权
重系数。然后，依据原始数据，统计分
析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 11
个指标层数据，并依次排序，得到各省
每个指标层的排名情况。依据各个指标
层的权重系数和 31 个省各指标层的排
名情况，运用加权平均法，进行权重求
和取平均值，得到 31 个省所有指标层
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

最后，依据全国各省的综合排名得
分，在 GIS 中输入各地区的综合得分，
运用 GIS 空间分析自然断点法自动生成
两个断点值，将全国 31 个省分为 3 个
梯队，分别为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水
平先发地区、发展地区和落后地区。

1.1.2数据来源及解释

本研究所选取的 11 个指标层数据
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15》( 以
下简称“年鉴”)。在年鉴中，已有对
13 个指标的统计分析，并且得到各地区
社会服务综合指数。但在本研究中，依
据研究的重点和目标，重新选取 11 个
更加契合安徽省民政事业发展所关注的
重点指标，并结合安徽省民政事业关注
重点重新对全国 31 个地区的民政事业
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1.1.3比较内容

本研究对民政事业 11 个指标层进
行重新排名，得到安徽省民政事业各个
指标在全国的排名情况。

从民政事业发展的各指标排名情况
看，安徽省在部分指标上位于全国前 10
位，如每百万人社会助工师数、每万人
社会服务床位数、每千名老年人口养老
床位数和殡葬服务机构等指标，但也存
在部分指标排名较为靠后的情况，如每
万人社会服务机构数、每万人社会服务
职工数、每千人社会服务事业费和救灾
储备机构等指标。从全国排名可知，安
徽省在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上投资力度虽
然不断加大，但是总体看还是处于较为
落后的阶段，仅排名第 25 位。此外，安
徽省自然灾害类型较为多样，灾害发生
率也较高，但救灾储备机构仅仅处于第
22 位，减灾救灾设施仍需大力建设。

在本研究中，将根据安徽省民政事
业发展关注的重点，对所有指标层的权
重系数进行确定，即主要运用层次分析法，
通过比较各个指标层之间的重要性来确
定各个指标层的权重系数。其中，社会
服务事业费比重、每万人社会服务床位
数、每千名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为残
疾人提供岗位的福利企业等切实关乎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指标，是本研究关注
的重点，也是民政事业发展的重点，更
是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指标。因此，
在关注重点、发展特征与发展基础等因
素确定的情况下，重新对指标层进行权
重分析更有利于得出基于本研究的发展
阶段结论。

首先，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 11
个指标层进行权重系数的重新确定，其
中以每千人社会服务事业费、每千名老
年人口养老床位数、每万人社会服务床
位数和为残疾人提供岗位的福利企业为
主要指标，权重系数较高，位于所有指
标的前 4 位 ( 表 1，图 1)。其次，根据
各地区指标排名情况 (a) 和各指标综合
权重系数 (c) 得到各地区综合排名情况
(d)( 图 2，图 3)。具体公式为：

，
，                          公式(1)

从图 3 可知，在全国层面，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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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而言，遵
从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根据民政公共
服务设施的组成和层次性要求，由宏观
到微观、抽象到具体 [3]，构建涵盖“总
体指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评价
指标体系 [4]。其中，总体指标即安徽省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平，一级
指标为社会福利设施、养老服务设施、
优抚安置设施、殡葬服务设施、减灾救
灾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及社会组织孵化
设施 7 个子系统层，二级指标即为选取
的具体指标 ( 表 2)。

1.2.2评价方法

(1) 评价思路。
考虑到各种数学方法在本次安徽省

16 个地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
平研究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选用因子分
析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 ( 即因子分析
模型 )，采用国际通用的 SPSS 统计分析
软件包对上述因子分析模型中的自因子
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及因子得
分值进行求取 [5]。

若用矩阵形式表示，上述因子分析
理论模式可表示为：

                                    公式 (2)
式中， 为因子得分值； 为因子

载荷矩阵； 为公共因子，可将其理解
为高维空间中互相垂直的 n 个坐标轴；

为特殊因子，表示原有变量不能被因
子解释的部分，其均值为 0，可看作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里的残差。

(2) 评价方法。
研究通过运用 SPSS19.0 对安徽省

16 个地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相关指标
进行因子分析，确定相关指标之间的关
联性和差别，以此为依据对安徽省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平进行评价。
但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要先对所选样
本进行适宜性检验，研究采用 KMO 法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法检验所选数据是
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分析发现，2015
年安徽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
KMO 值为 0.621，大于 0.5，故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法检
验的自由度 df 为 55，统计值较大，且
伴随概率值 Sig 为 0.000，小于显著性
水平 0.05，即适合做因子分析。

研究利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所
选指标的初始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
根据处理结果进行主成份分析，对因子
模型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进而对因子
进行相关系统矩阵的运算。在计算过程
中，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选择主因
子，选取特征根为 6.844、4.232、2.587、
2.083、1.575、1.345 的 主 因 子， 对 应
的方差贡献率为 32.592％、20.153％、
12.317％、9.919％、7.500％、6.404％，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8.886％，涵盖了
大部分信息内容，所以能将它解释为安
徽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因此，
可以用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评价安徽
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的权重来
计算各地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的综合评
分，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 (3)

经过 SPSS19.0 运行后获得 6 个主图 3 各地区民政事业发展综合排名示意图

图 1 安徽省民政发展阶段 AHP 分析框架图

图 2 各指标权重系数示意图

表 1 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及各指标综合权重系数值

指标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综合

系数

A1 — 0.500　0 0.250　0 0.333　3 0.333　3 0.500　0 0.500　0 0.333　3 2 2 0.3333 0.044　1
A2 2.0 — 0.333　3 0.333　3 0.500　0 0.500　0 1.000　0 0.500　0 3 3 1.000　0 0.069　6
A3 4.0 3.000　0 — 2.000　0 2.000　0 2.000　0 2.000　0 2.000　0 4 4 2.000　0 0.185　6
A4 3.0 3.000　0 0.500　0 — 1.000　0 1.000　0 2.000　0 2.000　0 3 3 2.000　0 0.134　4
A5 3.0 2.000　0 0.500　0 1.000　0 — 1.000　0 2.000　0 2.000　0 3 3 2.000　0 0.128　2
A6 2.0 2.000　0 0.500　0 1.000　0 1.000　0 — 2.000　0 1.000　0 3 3 2.000　0 0.115　5
A7 2.0 1.000　0 0.500　0 0.500　0 0.500　0 0.500　0 — 0.500　0 3 3 1.000　0 0.074　3
A8 3.0 2.000　0 0.500　0 0.500　0 0.500　0 1.000　0 2.000　0 — 3 3 1.000　0 0.100　5
A9 0.5 0.333　3 0.250　0 0.333　3 0.333　3 0.333　3 0.333　3 0.333　3 — 1 0.333　3 0.032　5
A10 0.5 0.333　3 0.250　0 0.333　3 0.333　3 0.333　3 0.333　3 0.333　3 1  — 0.333　3 0.032　5
A11 3.0 1.000　0 0.500　0 0.500　0 0.500　0 0.500　0 1.000　0 1.000　0 3 3 — 0.082　7

发展阶段

0.044　1

每万人
社会服
务机构
数

0.074　3

每万人
社会服
务职工
数

0.134　4

每千名
老年人
口养老
床位数

0.069　6

每百万
人社会
助工师
数

0.100　5

为残疾人
提供岗位
的福利企
业

0.115　5

社会服
务事业
费比重

0.032　5

救灾
储备
机构

0.185　6

每千人
社会服
务事业
费

0.032　5

殡葬
服务
机构

0.128　2

每万人
社会服
务床位
数

0.082　7

城市居
民最低
生活水
平

每
千
人
社
会
服
务
事
业
费

为
残
疾
人
提
供
岗
位
的
福
利
企
业

每
万
人
社
会
服
务
床
位
数

每
万
人
社
会
服
务
职
工
数

每
万
人
社
会
服
务
机
构
数

每
千
名
老
年
人
口
养
老
床
位
数

城
市
居
民
最
低
生
活
水
平

社
会
服
务
事
业
费
比
重

每
百
万
人
社
会
助
工
师
数

救
灾
储
备
机
构

殡
葬
服
务
机
构

0.20
0.18
0.16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

北
京

甘
肃

新
疆

四
川

黑
龙
江

重
庆

福
建

江
苏

贵
州

湖
南

辽
宁

天
津

江
西

山
西

宁
夏

浙
江

陕
西

河
北

吉
林

上
海

青
海

湖
北

河
南

内
蒙
古

西
藏

广
西

山
东

云
南

安
徽

广
东

海
南

2.5

2.0

1.5

1.0

0.5

0

注：一致性比例为 0.021　5； 对“发展阶段”的权重为 1.000　0； λmax 值为 11.3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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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宏观政策解读入手，分析国家在民
生保障领域的发展导向，充分考虑社会
参与、军民融合及社会治理等理念对全
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制定的影
响，将宏观政策和发展导向落实到具体
的标准制定过程中，建立现代民政标准
体系，促进全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标准
化建设。

2.2以需求差异为导向，合理引导

规划布局

以全省各地市民政公共服务需求差
异、设施布局特征为基础，建立各项设
施空间布局影响因子体系，通过因子分
析评价预测各地市的实际需求，科学指
导规划编制。同时，考虑到各领域各项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侧重点不同，
按照“尊重现状、分类指导”的原则，
将设施规划类型分为综合规划型、标准

因子 的得分，同
时运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安徽省 16 个
地市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综合
得分，再结合 excel 对各地市的综合评
价结果进行排名 ( 图 5)。

综合评分结果反映了安徽省 16 个
地市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在全
省的相对位置：综合评分为正数，表示
该市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高于
全省的平均水平；综合评分为负数，表
示该市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低
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地市的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水平越高，综合得分也越高。

1.2.3分析结果

安徽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
水平差异较大，综合得分高于 3 分的只
有合肥市，得分介于 1 ～ 3 分的有 2 个
城市，其余城市的综合得分都在 0 分以
下，表示这些地区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另外，从各项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现状配置空间分布情
况看，皖中、沿江地区人口集中、经济
总量最高，各项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投入
水平较高，发展态势均好，基本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民政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而
人口密度较高的皖北地区、皖西地区及
人口密度较低的皖南地区的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总体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有待补
充完善。总体而言，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供给水平在省域层面分配不均，不利于
全省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

2规划思路

2.1紧密结合热点政策，构建民政

标准体系

从近期国家出台的有关社会养老、
社会治理、军民融合及新型城镇化建设

图 5 安徽省各地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平综合评分及排名
示意图

图 4 全国各地区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发展阶段划分示意图

表 2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总体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码

民政公共
服务设施
空间配置
水平 A

社会福利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1

福利院机构数 ( 个 )
福利院床位数 ( 张 )
每万人拥有福利院床位数

C1
C2
C3

养老服务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2

城市养老机构数 ( 个 )
城市养老机构床位数 ( 张 )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城市养老机构床位数 ( 张 )
农村养老机构数 ( 个 )
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 ( 个 )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农村养老机构床位数 ( 张 )
公办养老机构数 ( 个 )
社会办养老机构数 ( 个 )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优抚安置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3

烈士陵园 ( 纪念馆 ) 机构数 ( 个 )
“光荣院”★数量 ( 个 )
“光荣院”★床位数 ( 张 )
每万人拥有“光荣院”★床位数 ( 张 )

C12
C13
C14
C15

殡葬服务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4

殡仪馆数量 ( 个 )
每万人拥有殡仪馆数 ( 个 )
公益性公墓数 ( 个 )
每万人拥有公益性公墓数 ( 个 )

C16
C17
C18
C19

减灾救灾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5

救灾物资储备库数 ( 个 ) C20

社区服务设施空
间配置水平 B6

社区服务中心数 ( 个 )
每万人拥有社区服务中心数 ( 个 )

C21
C22

社会组织孵化设
施空间配置水平
B7

社会组织孵化设施机构数 ( 个 )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孵化设施机构数 ( 个 )
社会组织数 ( 个 )

C23
C24
C25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先发地区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发展地区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落后地区

图 例

合肥 阜阳 马鞍山

5

4

3

2

1

0

-1

-2

淮北 芜湖亳州 淮南 宣城宿州 滁州 铜陵蚌埠 六安 池州 安庆 黄山

4.639

1.368

-0.498

-0.096　8

-0.889

-0.089 -0.036
-0.218

1.021

-0.698
-0.358

-1.02-0.903

-0.123 0.015

-0.986

注：标注★的“光荣院”原名烈属养老院，最早建于 1958 年，主要接收无亲属照顾的烈属老人。
随着情况的变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烈属养老院逐步扩大，接收孤老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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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型、结合现状型、布局完善型及建
立体系型 5 种类型，突出差异化引导。

2.3立足地区禀赋特征，引导民政

特色发展

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基础，考虑
全省不同地区因地理、文化、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乡关系等因素产生的地域性差
异，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发展策略。此外，结合行政管理
层级，从省级、市县、基层社区 3 个层
面分级落实全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确
保对各级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实际
指导意义。

3行动计划

3.1分片指导

综合考虑因地理、文化、经济发展
水平和城乡关系等因素而产生的地区差
异化特征，依托省域城镇体系所确定的
分区，将全省划分为皖北、皖中、沿江、
皖西及皖南 5 个片区，重点结合各片区
优势资源、民政公共服务发展特点及设
施建设基础等，实行差异化、特色化的
设施发展策略。

3.1.1皖中片区

以合肥市为中心的皖中地区，人口
分布密集、城镇化进程快且经济总量较
高，与之相适应的，该地区群众对民政
公共服务的需求更高，是全省民政公共
服务水平提升、设施建设的首要地区。
该地区的民政公共服务体系与设施建设
以建立体系完善、功能多元的服务体系
为主要任务。

3.1.2皖北片区

皖北地区人口总量大、密度高，老
龄化程度高而城镇化水平偏低，老年人
口、外出人口及流动人口数量相对较多，
基本的社会福利需求缺口大、任务重。
该片区民政公共服务体系与设施建设应
以大力保障群众基本福利需求为主要任
务，重点加强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养

老服务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力度，特别是
增强县级各类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设施
建设标准，完善各类设施空间布局体系，
增强设施服务能力，拓展公共服务覆盖
范围，将该片区建设成为全省适度普惠
型社会福利事业试点地区。

3.1.3沿江片区

沿江片区地域广阔且城镇呈带型沿
江分布，城镇人口分布相对密集，社会
经济发展迅速。长期以来，该片区较为
重视民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注重完善各
类服务体系。目前，该地区民政公共服
务体系、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全省领先
地位，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
救助、养老服务、优抚安置、殡葬服务、
社区服务和社会组织孵化等设施体系。
未来将进一步依托芜湖市、铜陵市在社
区建设、社会组织孵化等方面的有效探
索和先进经验，推进社区服务设施完善、
社会组织孵化设施建设，促进该片区成
为全省公共服务基层化普及区。以安庆
市、马鞍山市成为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为契机，全面促进沿江地区率先建
成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
老服务体系，全面促进沿江地区成为养
老服务业综合改革区。

3.1.4皖西片区

皖西片区主要指位于大别山区的城
镇，总面积为 1.18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
的 8.5％。该片区历史地位特殊，是全
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革命历
史人物、历史遗迹等众多，烈士纪念设
施分布较其他地区更集中。该地区在民
政工作方面独具特色，但面临的双拥优
抚安置任务也十分艰巨。目前，烈士陵
园已成为当地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正
逐步成为集教育、纪念、旅游等于一体
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有力促进了红色旅游事业的发展 [6]。
针对皖西片区优越的红色基因及生态特
征，一方面应继续加大该片区优抚安置
工作的投入力度，依托现有发展较好的
烈士纪念设施等优抚设施，促进优抚工

作与红色旅游发展的深度结合，以及与
双拥、安置工作的结合，完善综合服务
功能和扩大区域影响力，将皖西片区打
造成为全省优抚安置设施建设特色示范
区。同时，结合大别山红色资源、风景
旅游资源，促进养老服务产业与红色旅
游业的深度结合，完善各项设施，将该
片区建设成为全省重要的健康养老产业
先行区。

3.1.5皖南片区

皖南地区区域特色显著，旅游资
源尤为独特，文化底蕴深厚。片区内拥
有以黄山为代表的世界级风景区，自然
风光独特；作为徽州文化的起源地，皖
南片区又有着与周边地市不同的人文底
蕴。因此，一方面，抓住皖南地区依托
优质的风景旅游资源及皖南国际旅游区
建设重大交通设施 ( 如京福高铁贯通 )
等机遇，依托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乃至
国内市场将该片区打造成为健康养老产
业化示范区；另一方面，该片区大部分
为山地地貌，是全省山洪、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多发地区，进一步加强该片区的
救灾减灾设施建设至关重要，因此规划
促进省级救灾物资代储点升级成为地区
级储备库，完善市县级救助储备库建设，
将皖南片区建设成为全省救灾减灾设施
建设示范区。

3.2分级落实

结合不同行政管理层级，规划从省
级、市县和基层层面全面落实全省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各项建设。

(1) 省级层面。
省级层面以落实总体发展目标及相

关标准体系为主，即与省民政“十三五”
事业发展总体目标相协调，落实设施规
划相关控制指标，明确相关标准体系，
指引全省各类设施建设发展。

(2) 市县层面。
这里指市、县两级层面，以落实民

政重大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分解全省总
体指标为核心，即落实省域[下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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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策影响，研究从需求和供给
两个方面入手，提出规划应对策略。

(1)增强规划的弹性。在需求预测中，
建立多情境的方案比较，对人口增长持
积极方案，适当放大设施规划规模；在
供给布局中，采取分阶段的弹性供给，
对部分设施用地予以预控，根据规划实
施的年度监测和阶段性评估情况，动态
投放用地。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在城市
快速发展过程中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得以
预留，避免再出现“无地可供”的局面；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规划能够根据政策
变化灵活投放设施。

(2) 关注需求的差异性。关注城市内
部各片区人口年龄结构和就学需求的差
异，根据各片区的用地结构、产业类型
和住房市场等因素，按照需求增长潜力
的不同划分设施需求分区，分别测算各
片区的千人指标及设施需求规模，并在
规划布局中采取差异化的布局引导措施。

(3) 加强供给的多元性。拓宽设施
供给渠道，加强存量空间的再利用，积
极探索设施共享、以租代建等措施。同

时，提出规划应回归公共政策范畴，基
于规划平台，与相关部门共同构建统一
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框架，从社会、经济
和空间等多个维度共同提升基础教育设
施供给水平。

[注　释 ]

①合肥市主城区包括合肥市区及肥东县的店

埠镇、撮镇镇和桥头集镇；肥西县的上派

镇、桃花镇、紫蓬镇和花岗镇；长丰县的

双墩镇、岗集镇。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

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相关论述分析

中采用合肥市区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

②基础教育设施主要包括幼儿园、普通小学、

普通中学、职业高中、一贯制学校和特殊

教育学校。本次研究针对生育新政的影响，

主要以受影响较大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3类设施为研究对象。

③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中通过扩大班额和办

学班数等方式增加学位的现象，提出有效

学位、有效学位占比两个指标以衡量真实

供需状态，有效学位=设计班级数 *标准

班额（幼儿园 30、小学 45、初中 50、高

中 50），有效学位占比 =有效学位数量 /

总学位数量。

④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到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从目前的1.5～

1.6 回升至 1.8左右”。根据经验，城市

地区总和生育率一般低于地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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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4 页 ] 层面总体目标、标准体系
控制，形成若干重大市县级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优化全省各级设施空间布局。

(3) 基层方面。
基层社区层面，基于全省层面要求

分级落实社区建设标准，分期试点推进，
以引导现代城乡社区建设发展。

3.3分步实施

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上述具体行
动计划：第一阶段 (2017 ～ 2020 年 )
是抓重点出成效。全面推进全省民政公
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的落实，分市分解
指标和推行标准体系，同步促进各地级
市积极开展全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指导重大民政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的谋划工作。第二阶段 (2021
～ 2030 年 ) 是广覆盖促改善。全面推
进各类各级民政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建

设、空间布局优化，建立健全长效运营
管理机制。

4结语

民政公共服务设施是人们赖以生活
的基础条件，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
导致安徽省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在省域、
地市层面均存在问题。本文在公共服务
均等化视角下，对安徽省社会福利、养
老服务、优抚安置、减灾救灾、殡葬服务、
社区服务及社会组织孵化等民政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置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利
用相关数量分析方法和模型对全省民政
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测
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设施配置不均衡
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以期
为安徽省及其他省域民政公共服务设施
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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